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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命题之一。当前，教育制度的行政化、集权化，社会价 值 导 向

的实用主义以及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 层 次 不 合 理 等 内 外 环 境 因 素 是 影 响 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的 主 要 因 素，

而构建创新型教育环境是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前提，个性意识培养是基本着力点，有针对性的改善招生与

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加强导师队伍与学术氛围建设以及加大经费投入是推进研究生创新

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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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创新教育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

重大历史使命，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

心，也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长期以

来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高等教育的薄

弱环节，目前 的 研 究 生 创 新 教 育 仍 显 不 足，问 题 重

重，社会、学校、导师和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

不足、浮躁以及急功近利的现象。面对研究生规模

不断扩大，资源、条件和环境存在明显不足，如何进

一步深化创新教育，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为

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是当前实

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关键。

一、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要求

　　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了以现代技术知识为背景的

创新能力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要培

植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实施创新教

育，尤其是研究生创新教育。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面临着多重发展压力和挑战，客观现实决定了

我国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只有不断地创新才

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研究生创新

教育的实施和推进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创新教育中创新性人才培养的价值向度

关于创新的概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 理 解。百

度百科认为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



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而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路甬祥

认为创新就是指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并且获取新

的经济社会效益的过程，它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对

于创新能力，理论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人的创造性不

是无法把握的偶然，也不仅仅是某种天赋的能力，人
的创造性能 力 是 可 以 通 过 后 天 的 训 练 和 学 习 获 得

的，它基于一定的知识经验积累，并且是受一定的学

习方法和策略影响的。对于创新能力的内涵，郎道

（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８４）认 为，创 造 性 是 指 人 整 合 更 新 原 有

知识的能力，其形式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促使新

的经验和成果的产生，每一个人都具有潜在的创造

能力，并可 以 在 任 何 生 活 实 践 中 运 用 其 创 造 力［１］。
瞿海东等（２００３）认为自学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

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形成了研究生创新的能力

结构［２］。朱红和李文利（２０１１）等认为创新能力是一

种提出或 产 生 具 有 新 颖 性（ｎｏｖｅ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和 适 切

性（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工 作 成 果 的 能 力，西 方 学 者 比 较 一

致地认为新颖性和适切性是创新能力的两个决定性

特征，创新能力是各种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统

一体［３］。概括而言，本文认为所谓创新性人 才 是 指

具有创新性思维特征、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

才，而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活动。

２．创新教育不足是当前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和

最大挑战

根据教育部相关消息，中国已经跃居人力资源

第一大国。然而，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 公 布 的 亚 洲 大

学排行榜前十名中仅有北京大学挤进第十名。以我

国人才最密集 的 北 京 市 为 例，根 据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
日发布的《北京人才发展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与世

界一流大都市相比，北京市的重点产业人才比重偏

低，从人才质量角度，北京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还有

很大差距，比如北京每万从业人员中从事Ｒ＆Ｄ（科

学技术领域）活动人员数量为２０４人／年，而纽约、伦
敦、东京分别为６６４人／年、４１０人／年和７９５人／年。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张慕葏教授认为我

国在三个最主要的指标上与世界公认的２０个发达

的创新型国家有巨大的差距（具体见表１）。２００４年

根据有关统计，在世界４９个主要国家中，中国的科

技创新能力排名第２４位，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排

在印度、巴西之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跟世界上

先进的创新型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要完

成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还是非常艰

巨、复杂的任务。
表１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比较

　　　指标

国别

科技对国

民经济的

贡献率

国家对外技

术依存度

国家拥有发明

专利数占世界

专利数的比例

世界公认的

２０个发达

创新型国家

＞７０％
＜３０％

美国、日本

都小于５％
９９％

中　国 ３９％

＞５０％
（具有战略价值

的高科技产品

８０％以上

依靠进口）

１．８％
（其中７０％是在

华外企申请）

３．当前我国研究生创新教育不足的主要表现

研究生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来源，
然而，当前我国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清华大

学的袁本涛（２０１１）等在三次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的

基础上，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首要

问题是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较差。其表现为：
创新意识差、参与创新研究机会少、有影响的创新成

果少［４］。吴宏翔等（２００５）认为研究生创新不足表现

主要在四个方面，即科研实践参与度低、国际学术榜

论文数量偏少、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原创性成果稀少

等（见表２）［５］。
表２　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参评

论文在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简称

通讯评议结果

＜７５分 ７５－８９分 ≥９０分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选题意义 ２５９　９．６％ １１１７　４１．４％ １３２２　４９．０％
论文综述 ２３４　８．７％ １３７４　５０．９％ １０９０　４０．４％

理论、方法

上的创新
３７１　１３．７％ １２３８　４５．９％ １０８９　４０．４％

创新成果和效益 ３９０　１４．５％ １３８７　５１．４％ ９２１　３４．１％
基础理论

及专门知识
１７１　６．４％ １２６６　４６．９％ １２６１　４６．７％

科研能力 １６７　６．２％ １２１１　４４．９％ １３２０　４８．９％
写作能力 ２０３　７．５％ １１９０　４４．１％ １３０５　４８．４％

同时，有学者将研究生的研究与探索缺乏原创

性的现实概括为“四个简单”：①简单移植，只是对他

人方法的应用和重复；②简单揭示表面现象，没有深

入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③简单延伸，只

是进一步证实他人的工作；④简单推理，只是采用一

定的实验证实已知结论［６］。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副刊》和上海交大高教所２００４年发布的世界

大学排名数据（见表３、表４），与世界名校和部分亚

太著名大学相比，代表中国内地高校最高水平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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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 虽 然ＳＣＩ论 文 都 已 超 过２０００篇，与 排 名

１００左右大学相当，但代表原创性研究的指标，如成

果被引 用 情 况、Ａｌｕｍｎｉ、Ａｗａｒｄ和 Ｎ＆Ｓ等 却 相 差

甚远。
表３　世界２００强大学研究成果被引用情况比较

排名 学校名称
研究成果被引用

（满分４００）
排名 学校名称

研究成果被引用

（满分４００）

１ 哈佛大学 ２４３　 ９ 普林斯顿大学 １３３
２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１６９　 １０ 苏黎世理工学院 ２６６
３ 麻省理工学院 ２２１　 １７ 北京大学 ３
４ 加州理工学院 ４００　 ６２ 清华大学 ３
５ 牛津大学 ４５　 １５４ 中国科技技术大学 ６
６ 剑桥大学 ４６　 １９２ 南京大学 ７
７ 斯坦福大学 １９７　 １９６ 复旦大学 ４
８ 耶鲁大学 ８１

　　　　　　资料来源：２００４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推出了世界大学排名

表４　部分亚太地区著名大学的主要学术指标对比

大学（世界排名） Ａｌｕｍｎｉ（人） Ａｗａｒｄ（人） ＨｉＣｉ（人） Ｎ＆Ｓ（篇） ＳＣＩ（篇）

东京大学（１４） ３．３　 ０．３　 ２６　 ２３．３　 ７２６６
京都大学（２１） ４．０　 １．４　 ２１　 １０．７　 ５１０９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５３） ０．８　 ０．２　 ２２　 ７．６　 １６３４
新加坡国立大学（１０１－１５２） ０　 ０　 ４　 １．２　 ２７９１

汉城国立大学（１５３－２０１） ０　 ０　 ０　 １．８　 ３３７５
台湾大学（１５３－２０１） ０．６　 ０　 １　 ０．６　 ２３８４

香港科技大学（２０２－３０１） ０　 ０　 ４　 １．０　 １０６７
香港大学（２０２－３０１） ０　 ０　 １　 ０．８　 １８４９
清华大学（２０２－３０１） ０．５　 ０　 ０　 ０．６　 ２７０４
北京大学（２０２－３０１） ０　 ０　 ０　 ０．８　 ２１３４

　　　　　　资料来源：刘念才，程莹，刘莉．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５（０３）．［７］

二、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研究生创新教育实施的主要因素分析

　　从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外围环境来看，当前我国

实施创新教育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以及

思想观念、教育管理制度等外围因素还存在诸多不

尽人意的地方，从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内部制约因素

来分析，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硬件设施落后、招生制度不合理、培养模式不合理以

及创新性的学术氛围不浓厚等因素是学校内部影响

和制约研究生创新教育的主要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除教育行政化、官本位化思想浓厚外，在思想观

念方面也存 在 许 多 不 利 于 创 新 教 育 发 展 的 制 约 因

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文化思想观念上的“守旧心理”延续。受长期

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创新性人才成长的良好

思想文化观念尚未形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

图１　影响和制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

打出头鸟”等处世观念充斥社会，对“标新立异”、“挑
战权威”不能容忍，严重束缚了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

发挥。而传统的遗传型教育机制使很多人习惯于遵

循已有的模式去行为和做事，很多人不愿改变这样

一种教育安排现状，也有人求稳怕变、安于现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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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惰 性 思 想 严 重 束 缚 了 我 国 研 究 生 创 新 教 育 的

实施。

２、教育管理制度的集权化、行政化。长期以来，
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运行在一种以强调政府作用为

基础的行政约束的制度环境当中，形成了一种“集中

控制———被动服从”为模式特征的教育制度，在严格

的行政控制下，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集办学权、管理

权、评价权于一身，自上而下做出决策并进行管理，
学校缺乏应有的自主办学和独立做出决策的权力。
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教育管理人员的官本位化、
教育环境导向的官化及金钱化是当前研究生创新教

育面临的最大制度障碍。

３、社会价值导向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

化，一切向“钱”进，“金钱至上”等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已经在芸芸众生中深深扎根，以“钱”作为衡量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的基本评价指标已屡见

不鲜。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下，教育、管理以及科

研等工作都已浮躁至极，高校的“腐败”、“学术造假”
层出不穷。“学而优则仕”，王娟等（２０１１）认为中国

现有博士有一半在当官［８］，而人大校长纪宝认为“中

国博士最大的群体在官场”，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已

经严重恶化。

４、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雷鸣（２０１１）认为应试

教育导致研究兴趣减退，是遏制研究生创造能力的

杀手［９］。由于长期的应试性学习，高强度、超负荷的

生活节奏，必然引起学生的心理紧张和压抑，造成年

轻人对科学的兴趣、志向和抱负在机械化的训练中

萎靡以至泯灭。朱红等人［３］的研究认为，有 数 据 表

明在研究生 阶 段 创 新 人 格 特 征 提 高 的 程 度 相 对 较

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性的人格特征主要形

成于青少年和儿童时期，而现行应试教育体制压抑

了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服从权威的文化背离了创新

的人格特征。
（二）内部环境因素分析

１、招 生 制 度。研 究 生 选 拔 考 试 的“一 考 定 终

身”，初试主要考核基础理论知识，很少有能考核考

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方面的试题，而复试往往流

于形式，选拔的整个过程缺乏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

能力和创新素质方面的考察。学生大多死记硬背，
只注重对知识的记忆，而缺乏灵活运用。同时对学

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不够，这就导致目前

出现了很多高校“三本”学生考研录取率远高于“一

本”学生的现象。

２、培养模式。随着研究生不断扩招，原 有 配 套

教学资源和设备不足，实践的方式和环节落后于科

学的发展，研究生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教材滞后，
研究生学制 无 弹 性，还 有 重 理 论、轻 实 践 的 教 育 观

念，所有这些导致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主要以理论教

学和论文研 究 为 主，缺 乏 研 究 生 自 主 性、探 索 性 学

习，脱离实践，被大家戏称“空对空”模式。

３、硬件设施。目前有不少学校实验设 备 落 后，
实验材料短缺，实验资料缺乏，硬件科研条件很难满

足现代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加之很多

导师自身科研项目贫乏，课题来源有限，研究生很难

有机会通过参与科研课题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

水平。

４、教育经费投入。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也

是严重影响研究生创新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

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张，研究生平均教育经费

投入 呈 递 下 降 趋 势。通 过 图２我 们 能 够 看 出，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是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的８年，人均ＧＰＤ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８５８元／人增长到

２００７年的１８２６８元／人，ＧＤＰ总 量 也 由２０００年 的

９９２１４．６亿元 增 长 到２００７年 的２５７３０６亿 元，分 别

增长了２．３倍和２．６倍，全国研究生总数从２０００年

的６．５万 人 增 长 到２００７年 的４２．４万 人，增 长 了

６．５倍多，但同 期 全 国 生 均 教 育 事 业 费 支 出 和 预 算

内公用 经 费 支 出 并 没 有 相 应 的 增 长，反 而 出 现 了

下降。

图２　全国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比较图

数据来源：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年度）和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历年统计数据

５、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导师自身科研素养

和创新水平对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决定性

的影响［１０］。目前许多高校存在导师资格终身制、官

员化倾向，学源结构近亲化，很多年轻有为的尖子人

才在“小有成就”之后便积极谋求“官位和仕途”，在

科研上开始“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与此同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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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行政领导、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导师队

伍，捞取名利，使得导师队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严
重影响了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养。２０１１年５月 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众多央企高管和政府高

官入列就是最经典的例证。

６、研究生个体因素。一方面，由于研究 生 招 生

选拔制度的不足，近年来许多高校的研究生生源质

量明显下滑，部分缺乏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的“高分

低能”学生 进 入 了 研 究 生 的 行 列［１１］。另 外，由 于 大

学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严进宽出”，很多研究生在校

期间缺少学习的压力和动力，自我放纵，创新能力训

练不足。

７、学术氛围。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自律

环境较差，创新学术氛围薄弱，包括导师在内都把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有利可图的“造论文”、“拉项

目”、“争课题”上，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少了，急功近

利的人多了，这是造成研究生创新能力差的又一个

重要原因。

三、推动我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主要途径与措施

　　１、优化创新教育 环 境 是 实 施 研 究 生 创 新 教 育

的前提。实施创新教育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实施创新教育的核心内容，
是一个涉及文化、思想、制度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

工程，它不仅受到招生制度、培养模式、导师队伍等

内部因素制 约，同 时 还 受 到 文 化 思 想 观 念、制 度 环

境、社会环境 等 很 多 外 围 因 素 的 影 响，是 诸 多 因 素

“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

分析，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构建一个创新型教育环

境是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关键，优化的创新教育

环境是培养和造就创造性人才的基本条件和土壤，
以文化思想观念、教育管理制度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为核心的外 围 大 环 境 对 高 等 教 育 发 挥 着 重 大 的 影

响，因此，要保证高等教育活动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和氛围。

２、个性意识培养是研究生创新能力教育的基本

着力点。缺乏个性意识，就意味着批判精神的缺失，
个人的创 造 性 也 就 无 从 谈 起［１２］。朱 红 等 人（２０１１）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征、行为特征、思维特

征、知识 体 系 因 素 等 对 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的 影 响 很

大［３］。由于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成长经历都各

有不同，所形成的特征、特长和兴趣也不相同，因此，
应根据每个研究生的不同特点，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去发挥其个性特长，同时导师要根据自身特长组成

不同的指导 小 组 对 其 进 行 培 养，真 正 实 现“因 材 施

教”的个性化教育。

３、改革和创新相关教育管理制度

（１）创新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要创新研究生

招生选拔制度，建立以“创新素质”为导向的研究生

选拔制度［１３］，适度增加评估应试者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的题目，加大复试比重，创新和完善复试标准，

通过创新选拔方式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２）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首先，可以尝试实行

研究生弹性学制，规定最短学习时间和最长学制，配
套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积极鼓励研究生根据个

人实际情况自由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规划。其次，
要改革研究生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推进教材建

设力度，优化课程体系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再次，
通过高校、企 业 与 科 研 院 所 相 互 配 合，发 挥 各 自 优

势，形成具有综合优势的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

化的“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
（３）创建高水平的科研平台。积极创建高水平

科研平台，如每学期开展一次学术论坛月活动，为研

究生提供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同时，
还可以给研究生提供到校外、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学
习的机会。另外，研究生一入校就应该根据不同的

专业方向组建不同的研究小组，学校给予相应的经

费支持。此外，每个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完整参加

导师至少一项科研项目。
（４）完善研究生创新激励制度。可以设立专门

的研究生创新基金，通过课题申请的形式资助研究

生的科研活动。同时，建立与研究生科研创新成果

相挂钩的导师奖励制度，根据所带研究生取得科研

成果的等级档次给予导师相应的奖励。
（５）提高毕业的“门槛”，实行末位淘汰制。逐步

改革“严进宽出”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大幅度提高研

究生毕业的“标准”和“门槛”，比如毕业前必须在核

心及以上刊物上发表２篇论文，制定相应的研究生

学习、科研标准，实行研究生“末尾淘汰”制度。

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首先，应大幅提 高 现 有

遴选、聘用导师的标准和门槛，建立导师聘任上岗后

的培训制度 和 监 督 制 度［１４］，破 除 终 身 制，实 行 优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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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汰。其次，建立与科研项目挂钩的招生机制，没有

科研项目的导师应禁止招生。再次，应加大导师在研

究生招生、选拔、培养、资助、评优、就业等方面的权力

与责任。最后，应大幅度提高研究生导师的福利待遇

水平，当导师都忙于生计的时候是不可能把更多的精

力和时间投入在研究生的教育、管理与培养方面。

５、构建创新型学术氛围。以学术探索和创新为

目的，一方面，在校园中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和

学术氛围，通过在各种科学研究中倡导不同的学术

观点，形成不同思想流派间的争鸣，不断扩展学术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确立现代教育观，塑造

具有现代化素质的导师队伍，积极建立现代化的师

生关系［１５］，这样的研究生创新氛围是培养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重要措施。

６、加大研 究 生 教 育 经 费 投 入，改 善 教 学 设 施。
一方面，要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

２０１２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达到４％
贯彻执行，坚决保障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并且

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持续增长。二是不断建立

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教育

投入体制。三是不断创新教育经费社会募集方式，
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不同层次的教育基金会，同时积

极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成功人士、企业家等向高等

教育捐助，扩大教育经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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